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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扩大内需的几点建议

内需不足是“十一五”时期制约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因

素之一。后危机时代进一步巩固扩大内需，提升其在拉动经济

发展中的比重，对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但从当前经

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扩大国内需求仍面临诸多困难。

1.居民收入预期不理想，支出预期增大。一方面，由于收

入预期不稳定，消费者为防范下岗，应付退休养老制度改革、

住房货币化改革和子女教育费用等，积攒资金的倾向加大，消

费趋于谨慎。另一方面，目前居民的直接投资渠道少，证券市

场尚不规范且风险较大，导致居民储蓄仍以银行存款为主。居

民储蓄意向增大，消费趋于降低，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需求的

速度也相应较慢。

2.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2009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达

到0.47，且呈继续扩大的趋势。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已经

进入了差距过大的区间，社会上出现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现象，

虽然还没有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差距的不断扩大将成为阻

碍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的严重障碍。

3.消费环境差，严重制约农村消费市场发展，阻碍了农村潜

在需求转变成有效需求。目前农村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交通、

通信、水电等方面的落后限制了一些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同时，

农村消费市场庞大而分散，商业经营组织的形式规模小而分散，

配套设施较差，售后服务无法保证，部分商品功能、价格定位不

准和售后服务不到位，令不少农民买不到称心如意的商品。

针对扩内需面临的障碍，应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出台相关

政策加以引导，立足市场广大、消费增长点多的国情，挖掘内需

潜力。

1.加大投入，鼓励消费，改善消费环境。发挥财政支出的

宏观调控作用，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和对低收入阶层的扶

持，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和个人财富分配差距，可将政府

的大型采购项目较多地分配给落后地区，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

发展。拓宽消费领域，大力扶持旅游、文化、体育、娱乐、医疗

服务、教育产业发展，提高居民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比重。大

力改善消费环境，及时清理并取消限制消费的各种政策和行

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击各种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

罪活动，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食品、药品等方面的

制假售假行为。

2.调整投资结构，加快产业升级。近年来，就业和人口在

宏观经济中地位越来越高，而目前“增长优先”的投资格局与

“就业优先”目标存在矛盾。因此，大量投资应投向有利于创造

就业岗位的领域，尤其是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支持。

城市化的投资重点应从经济类基础设施为主转向经济类和社

会类基础设施并重，并最终转向以社会类基础投资为主的路

径上，从供需两个层面增强消费的主导性，避免因投资造成所

谓产能过剩。在具体产业投资上，除了支持新兴产业和节能环

保产业的投资外，应重点关注高新科技的产业化，推进自主创

新，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同时增加居民用电、用水、交通、通讯

等方面的投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3.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收入分配的结构性

调整和更大范围内的再分配，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农民收

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部分优抚对象待遇和企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继续支持义务教育学校、公共卫生和基

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加大投入，强化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做到应保尽保；建立机关事业单位

职工、离退休人员收入与国民收入同步增长，企业职工收入与

经济效益同步增长机制。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通过完善税

收制度、加强税收征管等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阶

层的消费能力。

4.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稳

定。继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减少百姓的后顾之忧，提升

百姓消费积极性。实施民生保障工程，加快社会事业建设，抓

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中等职业学校建设等项目的实施；加

强城乡医疗卫生机构建设，规范社区卫生服务站运行管理；

加快公益性养老服务设施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建设；组织好

廉租住房“租售并举”和经济适用房货币化补贴发放；实施更

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就业援助制度，对企业用人给予政

策鼓励，对市场供求及时跟踪引导，开辟更多的就业渠道，让

劳动者就业有岗位、创业有门路。

5.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振农村消费市场。

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集约化进程；创新农业技

术，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优化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以提

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农民的消费需求和能力。同时，加大

对农村的公共财政投入力度，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农村

消费环境，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为农民

的消费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与此同时，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

展，加速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创造方便农民就业的

社会环境，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想方设法开辟农民增收的

各种渠道。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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